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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艳玲 杨桂清

漾濞县平坡镇向阳村委会阿尼么
村通过党建引领乡村、艺术点亮乡村、
经营激活乡村、自治赋能乡村，从“深
闺”中脱颖而出，实现“富脑袋”和“富口
袋”并重，阿尼么村也因“模式好、业态
新、带富强”，从“鸟都没有的地方”，一
跃成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顶流”。

从石头村到艺术村

“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阿尼么
村因为山高、石头多、产业基础薄弱，曾
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多年来，通过
党委和政府推动、能人巧匠带动、广大
群众主动“三动”联合，大力推进农文旅
融合，把资源转化为资产，让农民有收
入、有钱赚，从石头村变成了艺术村。

漾濞县成功回引民族音乐人、昆明
胖核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康
返乡创业。李永康率先投资 1300 余万
元，建成以石头为底色、艺术为内涵、乡
愁为内核的“阿尼么 007艺术农庄”，并
以此为龙头，将废弃石头转化为音乐博
物馆、艺术展区，带动44户村民创业，形
成“石头+艺术+乡愁”的独特IP。李永康
创作的歌曲、策划的节日营销活动也成
为阿尼么村持续“长红”的关键。

今年 5 月，阿尼么村再次创新推出
“大理音乐季暨阿尼么乡村好歌汇”，将
传统歌赛升级为全民参与的文化 IP。
旅居歌手杨建明说：“阿尼么村有录音
棚，有音乐梦想，有专业舞台，再加上这
里的生活，我觉得非常好。”

李永康还带领村民解锁了文旅新
场景，在音乐文化、建筑文化、美食文
化、农耕文化等方面持续延伸，持续擦
亮特色文化 IP，把现代文化注入传统村
落，让艺术的能量变现成村民的收入。
2024 年以来，阿尼么村网络点击量达 3
亿次，接待游客 20.6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520余万元。2024年，阿尼么村获
得了大理州首届“乡愁大理·最美乡村”

“艺术家第二居所”等荣誉，被列入“全
省五十个旅居典型案例”。

“土味”与“洋味”并轨规划

漾濞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阿尼么
村发展列为全县乡村振兴工作重点，成
立了阿尼么农文旅创优提质专班，指导
阿尼么村成立“弹叁农合作社党支部”，
从“利益双绑”中孵化出“合作共赢”，确
保阿尼么村“家家有产业、人人有岗位、
户户能增收”。

阿尼么村把乡愁的“土味”与时尚
的“洋味”并轨规划，巧妙利用闲置厩
舍，打造了牛棚咖啡屋、驴爸吧酒吧、
二百五茶馆等休闲场所，博得了源源不
断的流量，保证了阿尼么村的持续“长
红”。阿尼么村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

“五一开村”“十一开寨”“我在老家过大
年”“乡村好歌汇”等系列活动，丰富多
彩的活动，乡愁元素的频频出圈，让
阿尼么村一跃成为乡村旅游的流量担当。

漾濞县平坡镇阿尼么村经营户
李文果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做生
意，我家是开民宿的，还在小吃街上摆
摊，既能照顾老照顾小，还能赚到钱。”

乡村旅游的火爆，让村民尝到了甜
头，一批电商达人、石匠焊工、雕刻绘画
师、民宿餐饮经营户纷纷回归阿尼么
村，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2024 年，阿尼么村使用本地农民工 70
人，培训出本地能工巧匠8人。

阿尼么村积极构建“党总支+合作
社+公司+农户”四方联动机制，形成

“文化赋能+整村经营”、合作社“统一管
理、统一分配”的模式。2024年，阿尼么
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10.3万元，合作

社营收约 12 万元。阿尼么村的村民通
过民宿共营、土地入股、土货上线等多
元方式增加收入。2024年，60余名本地
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创收190余万元；34
户群众通过经营小吃街铺面，创收 150
余万元；8家餐饮民宿农户创收 50余万
元；7 户农户通过电商等渠道销售农产
品，实现收入30万元。阿尼么村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8年的 8000元增加
到2024年的2.8万元。

下转第二版

从“贫困村”到“乡村顶流”
——漾濞县阿尼么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纪实

短评

站在阿尼么 007 艺术农庄眺望
重峦叠嶂的大山，笔者不禁感慨万
千：在大理的乡村版图上，为何没有
优势的阿尼么村，能在一个不起眼的
位置上星光熠熠？原因就是拒绝“千
村一面”，深挖自己的优势，敢于创
新，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化赋能乡
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乡村需要的不是“美丽的空壳”，
而是能持续造血的运营系统。阿尼么
村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推动、能人巧
匠带动、广大群众主动，且运行过程
中形成合力，抱团攻坚，让阿尼么村
文化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蛋
糕”越做越大。

当多数乡村陷入运营困局时，
阿尼么村敢于接住流量，通过一场场

“乡村好歌汇”，让阿尼么有更多新业
态辐射周边村落，甚至辐射整个大理，
实现了乡村“活”起来、“火起来”，让

“阿尼么文化IP”越做越火。
春风过处，尽丰收。阿尼么村的

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是空间平移，
而是依托绿水青山实现价值重生。
当市场化运营与文化传承、生态保
护、村庄发展、村民收入深度融合，乡
村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目标，这就是阿尼么村从“贫困村”
一跃成为“乡村顶流”的原因所在。

乡村振兴拒绝“千村一面”
□ 杨艳玲 杨桂清

□ 通讯员 李文开

近年来，南涧县紧扣依法保护民
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核心要
求，以党建为引领，精心打造“无量茶
叙”服务品牌，架起政企连心桥，以实
实在在的服务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谱写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

茶香搭台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茶叙’不是走过场，而是要‘泡’
出发展的好味道。”由县委书记带头轮值
召集，南涧县将茶桌变成“议事厅”。每
期“无量茶叙”都明确轮值召集人、轮值
企业和专属主题，县委、县人大常委会、
县政府、县政协主要领导轮流负责，工
商联党组精心筹划，在政企沟通中，党
员干部与企业家放下身份隔阂，从产业
升级聊到政策落地，从技术难题谈到市
场拓展，沟通壁垒在“茶叙”中悄然消融。

截至目前，共开展27期“茶叙”，已解
决60余个难题。借助“无量茶叙”平台，
政府部门及时掌握企业发展痛点，企业
能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动向，真正实现了
政企互促共赢。

一线走访
精准把脉企业需求

“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
企业看到的全是办法。”南涧县坚持将

“一线工作法”落到实处，全县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化身为“企业服务
员”，通过“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活
动，深入企业开展“三问三知”走访调
研。由县级领导带头示范，全县干部走

进车间厂房、深入生产一线，与企业家面
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收集发展诉求。

2022年以来，全县党员干部开展调
研 700 余次，收集问题建议 140 余条，为
精准服务企业提供了翔实依据。这些
带着企业温度的第一手资料，成为确定

“无量茶叙”主题的重要参考。每期“无
量茶叙”都聚焦企业最关心的话题，如
党建引领、财税扶持、金融服务、人才保
障等，组织相关部门现场办公、答疑解
惑，真正实现让“茶叙”活动说到企业心
坎上、做到企业急需处。

“县里不仅提供务工信息服务，还
提供就业培训，让企业放开手脚搞经
营。”南涧县艾米琪蛋糕店负责人连盈娇
说，“南涧是我的创业之地，也是我的第
二故乡。”

机制创新
长效服务企业发展

南涧县组建起为企服务志愿队，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服务延伸
到企业发展的每个环节。通过“企业点
单、中心派单、志愿队接单、企业评单”
的闭环服务模式，让企业遇到的难题都
能得到及时响应和有效解决。同时，
南涧县还创新实施“6 个主场聚焦发展
大事，N个副场解决具体问题”的“6+N”
模式，形成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的服务
体系，让“茶叙”活动更加灵活高效。

从破解企业“融资难”发放 3600 万
元贷款，到帮助 65 家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南涧县不断完善问题收集、交办、
跟踪问效机制，压实各级党组织责任，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确保企业诉求件件
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让企业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让企业家能够真正放下包
袱，安心谋发展。

南涧县——

搭起政企连心桥“无量茶叙”助发展

营商环境似一面明镜，清晰映照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
底色；也似一块显眼的招牌，影响着资本、人才与技术的流动
轨迹。“优则万流奔涌，劣则生机凝滞。”只有提升营商环境质
效并形成良性生态闭环，市场主体的活力才能持续迸发，催生
出更多发展的澎湃动能。

对于大理而言，强发展磁场必须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围
绕关键环节、强化改革创新，全力以赴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
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一流营商环
境，吸引更多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大理汇集，
以营商环境之“优”实现发展之“进”。

“春江水暖鸭先知。”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
提升营商环境质效，要着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让企业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当主角。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完
善梯度培育、要素保障、公共服务等机制，促进龙头企业做大
做强、链上企业成长壮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培优育强，充
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营
造尊重、理解、支持企业家的浓厚氛围，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家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
在全社会凝聚起崇尚创新创业正能量。要深入理解“亲”和

“清”的内涵，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守住“清”的红线
和规矩，更彰显“亲”的责任与担当，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解决
企业合理诉求，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让政企双方在“亲不逾矩、
清不疏远”中双向赋能，共同维护好大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良好环境。

高效、便捷、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是营商环境的关键“软
实力”。提升营商环境质效，要用心用力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聚焦群众和企业对政务服务不断升级的需求，持续深化政务
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审批流程再造，推出更多“高效
办成一件事”的好办法，推进“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推行工业
项目“拿地即开工”等模式，不断简化审批程序、优化审批环
节，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聚焦全方位
推动政务服务“加速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
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对纳入重点项目清单的项目提前介入，开
展模拟审批；对链上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产业
链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以政务服务质量的“一优再优”，
为企业增强发展信心，腾出更多发展精力。

政策、资金、土地等各类要素资源，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硬
支撑”。提升营商环境质效，要多措并举打好强化要素保障

“组合拳”。聚焦政策支持，主动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府专项债券和政策性金融，积极争取
项目审批、资金支持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为项目顺利实施创造
条件。聚焦资金保障，持续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上级政策
资金支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项目建设，同时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
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聚焦土地保障，加强土地资源的
统筹规划和管理，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加大土地征收
和储备力度，积极推进闲置土地清理处置，不断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内生动力。

营商环境没有最优，只有更好。提升营商环境质效是一
个系统工程，没有旁观者、局外人。厚植推动全州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沃土，需要全州上下树牢“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人人
都是招商使者”的理念，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更好、更充分地激发出市场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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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谢琳娜

“目前，上海药业大理中药饮片项
目进展顺利，已正式投入生产。企业
吸纳本地正式职工 35 人，日聘临时工
约 80 人。保障生产的同时，也为当地
提供了很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近
日，巍山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到大仓镇
甸中工业片区进行走访，上药大理中
药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地告
诉工作人员。

近年来，巍山县纪委监委立足“监
督的再监督”职能职责，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从政企两
端发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堵点、阻碍
政策落实、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突出
问题，创新建立企业按需“点单”、专班

精准“派单”、部门快速“接单”的高效工
作模式，为全县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注入
强劲动力。

“企业发展的难点，就是我们监督
的重点。”巍山县纪委监委驻发改局纪
检监察组负责人介绍，县纪委监委依托
清廉云南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暖心行
动”，通过“室组地”联动监督模式，深入
企业工厂一线，综合运用蹲点调研、交
流座谈等方式，精准捕捉企业在审批流
程、业务办理等方面的困扰。针对企业
反映的重复跑、多头报等问题，推动县
工科局优化涉企服务流程，选派业务能
手到企业开展驻企服务，从惠企政策咨
询、行政业务办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高效便捷的服务。同时，为确
保职能部门切实履职，当好企业的“娘

家人”“店小二”，巍山县纪委监委坚持
问题导向，积极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贴
身监督优势，通过“嵌入式监督+体验式
走访”，严肃查处涉企服务中可能存在
的吃拿卡要、不作为等作风和腐败问
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管行业就要管
行风”的意识，以“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在招商引资领域，巍山县纪委监委
坚持靶向监督、系统治理，针对项目多、
资金大、审批复杂等特点，统筹巡察监
督力量，横向联动财会监督、审计监督，
紧盯决策部署、工程监管、项目招投标、
验收交付、结算支付等重点环节，通过
查阅台账、实地督导、跟踪监督等方式，
严查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以权谋
私等行为，全力疏通惠企政策落实中的

堵点、破除任性执法中的痛点、解开多
头检查中的难点，切实为企业发展提供
良好的营商环境。

2024年以来，在巍山县纪委监委的
监督护航下，66 个重大项目顺利推进。
其中，巍山县年产2000吨优质中药饮片
项目正式投入生产。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打好
监督、监管的‘组合拳’，推动职能部门
同向发力、齐抓共管，坚决清除损害营
商环境的‘拦路虎’‘绊脚石’。”该县
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巍山县——

监督护航 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

清廉大理建设

来自广东省“毕业行”旅游团
的同学们在大理古城南城门集
合、拍照。（摄于6月27日）

暑期，学生放假，大理又一次
成为“毕业行”、游学及非遗体验
的热门地。

［通讯员 严镇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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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绘就高原特色农业富民画卷

宾川00后“绣郎”张鸿林：让千年非遗“潮”起来

十年扑火护青山


